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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西班牙移民管理机构在其研究
资料中摘录了一名秘鲁移民在《国家报》
上所发表的文章，文中以一个身边邻居的
视角，介绍了西班牙居民眼中的华人邻
居。如今，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海外
的各国居民有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和往来。
这些存在于海外的“华人的世界”，像与国
外社会相应的“平行之国”，对华人融入当
地社会带来各种问题。

是融入还是并行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开始搬离
唐人街，一些海外唐人街也日渐衰落，风
光不再。之后，一些华人开始搬入国外
当地普通社区，不同于以往唐人街那样
专一的华人居住地。这些社区里已经呈
现出了华人洋人杂居的特点。据此，有
媒体认为“华人在海外不断获得社会认
可，正不断融入主流社会”。

尽管如此，在一些外国人的眼中，他
们的华人邻居依然呈现出一种神秘感。有
媒体报道称，居住在海外的华人群体，很
多人仍旧喜欢“群居”在一起，操着陌生的
语言，有着不同于当地的为人处事方法，
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圈”频繁出现。

西班牙的马德里，居住着超过 1/3
的旅居西班牙华人。在西班牙居民写给

《国家报》的文章中，作者提到，在自己
生活的小区内，看到了另一个与当地生
活平行存在的“中国世界”。在这个“世
界”里，有配备齐全的食品店、百元店、
美甲店等各种华人店面。

在一些居住在海外社会的华人眼中，
让他们融入到当地社区是一件困难的事
情。一位 50 岁的新西兰华人建筑师凯文
说：“我现在也不去想融入这件事情了，因
为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为什
么非要强迫自己融入呢？我按照自己的爱
好和标准生活有什么不好呢？”由此可见，
一些海外华人已经开始无奈地放弃了那
个叫做“融入”的概念。

海外华人正在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
会？还是仍局限于另一个同当地社会并行
的“中国世界”？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
究员张应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华人
融入海外社会的状况存在着差异，不能一

概而论。”他认为，目前第一代移民融入海
外社会比较困难，而对于第二代、第三代
移民来说，这一问题并不突出。

融入社会并非坦途

海外华人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
是外国友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华人更
好地融入当地社区，对于个人生活以及国
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但是，
华人融入海外社会并不是一条坦途，多种
主客观因素成为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绊
脚石。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因为语言、文化、经济
等方面条件不一，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程度不尽相同。

“第一代移民融入海外社会困难，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语言不通。”张应龙介绍
说。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国外出生、长
大，他们和当地社会几乎没有文化差异，
也不存在与当地人交流的语言障碍。与此
同时，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往往造成海外
华人和外国邻居交往不顺。美国高中生玛
姬·沃特利就承认，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
成为密友很少见。她的美国朋友多数都没
有兴趣和外班的中国学生交流。“他们怕
中国学生听不懂，或者担心交流很无趣。”
一些华人接受不了国外的许多生活习惯、

交际方式，平时同当地人玩不到一起去，
结果只能渐行渐远，互不往来。

此外，一些华人在海外将主要的精力
都用在了事业上，在融入当地社会方面并
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纽约布鲁克林
亚联总会会长陈善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就曾表示，“许多华人来美国开餐馆，每天
10到 12个小时的工作，白天在厨房，晚上
回宿舍睡觉，日复一日，几乎完全和外界
脱离。”这也使得许多华人缺少机会融入
到当地生活中去。

过去，在海外的许多地区中国人常被
贴上了“爱占小便宜、法律意识淡薄”的标
签，暨南大学研究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问
题的曹云华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这
些标签的存在，给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带来
了额外的阻碍。

主动参与仍是关键

融入海外生活的问题是一个与华人息
息相关的重要话题。李斧认为，存在于海外
的“华人的世界”，一旦与当地世界格格不
入，将会给人以移民“反客为主”的感觉，造
成不必要的隔阂与矛盾；如果能与当地文化
多元互补，将会产生极大的好处。

可是，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付诸实践并不容易，尤其是

目前存在着一些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程度
较低的状况。张应龙称，这个并行的“小圈
子”的存在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只是一
个过程，并不能因此对一些不擅长融入海
外社会的华人抱有指责的态度，多数华人
还是在积极主动地寻求融入海外社会的
方法。

关于如何促进华人融入海外社会的
问题，当务之急是转变一些华人的思想，
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李斧认为，华人融
入海外社会最重要的是“参与”。只有在参
与的过程中，才能学会语言、了解文化、提
高融入程度。参与是多方面的，最好是从
受教育开始。西方很多的学校、社区、教
会，都开设有各类课程，不少也是免费的，
参与其中将有利于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此外，曹云华认为，华人融入当地社
会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更为自然的过程，不
能一蹴而就，不同华人的态度、能力存在
着差别，都需要各自的适应时间。其实，华
人世界同当地社会能够和谐共存，就已经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海外华人在同其
他民族交流时，既尊重彼此又能保持自己
的民族特性，将会为海外的生活创造一
个更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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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安徽海外侨胞联络站设立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近日，安徽省外事
侨务 （港澳） 办公室、安徽省海外交流协会与东
部非洲中国总商会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肯尼
亚首都内罗毕签署合作协议，设立全球首个“安
徽海外侨胞联络站”并授牌。授牌仪式前，安徽
省产能合作代表团与肯尼亚华人社团及皖籍企业
家进行了座谈。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公使姜鹏在致辞时说，
当前中肯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两国政治互信
不断提升、经济合作全方位推进。去年以来，两
国间交往层次更加丰富，地方级政府交流越来越
活跃，包括安徽在内的一些中国省份纷纷前来肯
尼亚寻求产能转移合作，希望这种努力能尽快有
所收获。中国大使馆将积极服务经济外交工作，
大力为国内来肯团组提供政策和信息等方面的指
导和支持。

日拟上调消费税 华人有压力

中新社电 日本政府计划于 2017 年 4 月将消
费税率再度上调至10%。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财政压
力，日本政府已于2014年4月将消费税从5%提高至
8%。近日，反对增税的日本市民等在全国各地举行
活动，通过分发传单等呼吁“应取消增税而非延
期”。而对于日本政府拟继续上调消费税率，在日本
生活的华人也担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日本的工会、市民团
体、中小企业团体等组成的“消费税废除各界联
络会”策划了此项活动。参与者在日本 46个都道
府县100多个地点举行了演讲和征集签名活动。参
加活动的团体“全国商工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星
实呼吁使消费税率回到5%。他表示，如果大企业
公司所得税能够回到消费税率上调前水平，就能
够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保。

意服装业推动华人快递业发展

中新社电 普拉托作为欧洲时尚纺织品集散
地和意大利华人经济最发达地区，每天有数千个
集装箱疏散到欧洲各地，原材料、生产辅料也将
源源不断运抵普拉托。当地运输和快递公司远远
不能满足华商货物运输需求。

近日，由华人创办的欧顺国际快递普拉托公司在
普拉托正式开始营业，首批覆盖运输区域包括：米兰、
罗马、佛罗伦萨、普拉托等数十个意大利城市。报道称，
华人快递公司的涌现，不仅方便了意大利华人用户，
很多意大利商家也开始纷纷转向华人快递公司。

“培育华文教师，需要‘造血’与‘输血’双
轨并行，才能提升华文教育内生动力，保证师资
力量的延续性、连贯性。”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
文化学院副院长沈敏7日在长沙表示。

随着世界范围内“汉语热”持续升温，海外
华文教育需求日渐扩大，华文教育在面临新形
势、新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师资不足的困境。在
东南亚地区，仅印度尼西亚就有 10余万名华文教
师缺口。当天，在湖南参加第二届“华文教育·教
案比赛”终审会的多位专家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就上述困境支招献策。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
语文化学院是“国侨办华文教育基地”，目前已为
印尼培养近 200名本科学历的华文教育种子教师。
今年，该院计划启动培养硕士研究型华文教师。

沈敏认为，每两年举办一届的“华文教育·教
案比赛”能研究海外华文教育和教师队伍现状，

可为培训华文教育师资队伍提供帮助，激发海外
华文教师交流、教研的热情，进而促进海外华文
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正规化和标准化。

北京华文学院副院长郭熙研究华文教育多
年，曾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华文教师的薪
酬待遇较低，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再从事这一职
业，专业教师更少。”郭熙认为，培养本土教师是
华文教育发展的关键。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顶
层设计，针对性培训教师和编写教材。一直以
来，华文教育被誉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希望工
程 ”、 中 华 民 族 在 海 外 的 “ 留 根 工 程 ”。 为 把

“根”留住，华侨华人纷纷出钱出力兴办各类华文
学校，供华裔子弟就读，但师资短缺始终是华校
发展的瓶颈。

为满足海外华校需求，中国国务院侨办积极
实施华文教育帮扶工程，外派教师工作就是其中一

项重要内容。国务院侨办文化司司长雷振刚说，
1987年，国侨办首次向马达加斯加选派2位教师。此
后 28 年间，国侨办共选派 4800 多位教师赴近 30 个
国家的几百所华文学校任教，足迹遍布五大洲。

在外派教师的努力下，海外华校华语教学水
平不断提升。然而，海外华文师资目前缺口仍然
很大。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各地拥有各类华文
学校 2 万多所，在职华文教师数 10 万余人，在校
学生数百万人。国侨办此前透露，今后拟举办华
文教师培训学院和培训中心，帮助海外华文学校
整体提高师资队伍质量，以期到 2017 年，在海外
华侨华人聚居地基本实现热爱中华文化的适龄华
裔青少年“有学上、有书读、有合格老师教”的
目标。

（据中新社）

侨界关注

近日，美国加州州长布朗在洛杉矶签署了
上调最低时薪的法案，这意味着从 2022 年以
后，加州最低时薪上涨至 15美元，成为全美最
低时薪最高的州。然而，最低时薪的上调并不
能“一劳永逸”地改善华裔的生活处境，还增
添了些许压力。

回顾加州的调薪历程，今年1月最低时薪刚
刚上调到10美元，18万亚裔群体受益其中。可
想而知，2022 年迎来的“15美元”时代将影响
更多的华裔群体。资深劳工法律师杜惠莉表
示，这一法案的受益群体主要是蓝领工人，比
如清洁工、工厂员工等，他们长时间领取最低
工资。据悉，洛杉矶家庭护理工会副主席周珍
珠表示，在洛杉矶约有 1.4 万名华裔家庭护理
工，上调最低时薪确实让低收入华人群体生活
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然而，长远来看，上调时薪也给华人生活
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物价上涨、房屋租金
上调、生活成本增加……工资确实上涨了，其
他生活花销与支出也水涨船高，涨薪压力最终
还是转嫁给了消费者。不仅如此，上调时薪对
华人零售业和餐饮业造成了冲击，小成本行业
举步维艰，老板们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原本
时薪10美元能够请到的员工，如今需要15美元
才能请到，只能通过涨价或是裁员降低成本。
据报道，在圣盖博经营餐馆的老板郑育腾抱
怨，上调时薪迫使菜品涨价，失去了价格竞争
力。低价位的小商品利润空间缩水，薄利多销
的路子行不通了，零售行业开始寻求转型。据
悉，“玩具大王”老板胡泽群正在考虑公司转向
高档路线，表示“必要时不排除裁员可能，年
轻、没有经验者比较吃亏”。

随着入门职业的减少，华人群体面临更大
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公司倾向于招聘具有
工作经验与能够熟练操作的求职者，初入社会
的华裔留学生或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华裔群体并
没有优势。与此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员工被
要求在不延长工作时长的情况下增加工作量，
工作强度反而增加了。由此观之，权衡近喜和
远忧，这条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薪法案，能
够多大程度真正改善华人生活，仍需静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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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师资短缺

专家呼吁“造血”与“输血”并进
唐小晴

4 月 6 日，正在福
建博物院举办的《绿叶
对根的情意——华侨华
人奉献展》 上，112 件
展品见证了海外侨胞造
福桑梓之情深，吸引众
多福州小学生前来观
展。

中新社记者
刘可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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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唐人街”。 （图片来源：美国《侨报》）


